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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分項計畫「深化國際移動學習」補助要點修正為國立臺北

大學「深化國際移動專業學習」補助要點及條文修正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臺北大學「深化國際移動專
業學習」補助要點 

國立臺北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分項計畫
「深化國際移動專業學習」補助要點 

因高教深耕計畫第
二期無該分項計
畫，故修正補助要
點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壹、 目的 

為提昇國立臺北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師生國際學術合作交
流與學習之廣度與深度，拓展
教師學術合作網絡與學生海外
移動之機會，特訂定「深化國
際移動專業學習」補助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希冀以
實質經費補助，鼓勵學生積極
從事海外移動學習，系所亦可
依據專業領域特性發展自身國
際移動能力訓練及養成計畫，
培養學生跨文化思維與整合能
力。 

壹、 目的 

為提昇國立臺北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師生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與學習
之廣度與深度，拓展教師學術合作
網絡與學生海外升學就業機會，特
訂定「深化國際移動專業學習」補
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要點包含三類學習計畫：(1) 海外
學習計畫；(2) 國際移動專題研究計
畫；(3) 國際專業學術領域競賽，希
冀以實質經費補助，鼓勵學生積極
從事海外移動學習，系所亦可依據
專業領域特性發展自身國際移動能
力訓練及養成計畫，培養學生跨文
化思維與整合能力。 

修正補助之目的說
明，刪除補助分類
改於貳、實施方式
二、計畫內容中敘
明。 

貳、實施方式 

一、補助對象：具正式學籍
之在學學生（未休學且
修業年限應符本校學則
相關規定，不含陸生）
以及帶隊教師。 

貳、實施方式 

一、申請對象：以國立臺北大學
之學院或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
生(未休學且修業年限應符本
校學則相關規定)為申請者。 

申請對象修正為補
助對象，並依「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就
讀專科以上學校辦
法」第 14條第 2項
規定明訂「不含陸
生」之規定。 

貳、實施方式 

二、計畫內容：須符合下列三
種計畫之一。 

(一) 由學院/系所/師長薦派參
與之國際專業學術競賽或
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進
行發表。每篇學術論文以
補助一人為限，本校學生
須為第一作者始得申請補
助。 

(二) 參加國外學術機構主辦之
營隊活動，包含國際培訓
或海外研習相關課程。與
本校有長期合作關係的學
校與姊妹校，將優先考
量。 

貳、實施方式 

二、計畫內容： 

(一) 「海外學習計畫」 

1. 藉由本校或學院(或學院內系
所)過去已建立國際合作關係
之學校或機構，規劃 5 天(含)

以上寒暑期赴海外研習活動，
持續強化雙方國際合作之廣度
及深度。 

2. 在各學院之現行發展特色下，
構思對應之國際交流或學習計
畫，拓展學習場域，強化學院
之國際化學習目標或特色。 

3. 由校內現有課程、學分學程、
學位學程出發，構思對應之國
際交流計畫，藉由海外移地學

調整實施方式之計
畫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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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加海外學術研習或雙邊
學術交流。此項計畫需由
校內的老師帶隊，同時須
與校內現有的課程、學分
學程或學位學程有實質關
聯性。 

 

前項計畫補助說明： 

1. 本要點補助學生參加之國際
學術研討會或國際專業學術
領域競賽，係指其與會者
（或參賽組別）達五個
（含）以上國家或地區，且
舉辦地點限制為海外地區，
依舉辦地區不同有不同補助
基準。若非屬於學院/系所/

師長認定之重要國際學術研
討會（或重要之國際性競
賽）且與學術專業領域無直
接關聯性，不在補助範圍。
若屬於技藝性質、表演性
質、邀請性質或觀摩性質等
之國際會議（或國際競
賽），亦不在補助範圍內。 

2. 若純屬參訪行程，無對方機
構接待或無法證明其出訪目
的之必要性，得不列入優先
補助之考量。學術專業領域
之相關性、重要性與代表性
得由院系所認定，並於申請
時提供書面說明或相關佐證
資料。 

習、實地參訪，將來自於教室
內學習，擴展落實學生國際移
動學習計畫中。 

4. 其他有助於拓展學生國際視
野，達成學習國際化及就業國
際化目標之計畫。 

(二) 「國際移動專題研究計畫」 

1.  各院推薦並遴選一長期交流
之國外大學系所。 

2.  雙向研習交流：洽談邀請該
系所師生至本校進行至少 5 天
研習(Inbound)，並由本校對口
系所師生於暑期至對方學校進
行至少 5 天研習(Outbound)。
因配合會計年度經費核銷作
業，應於同年度完成雙向研習
交流。 

3. 建議以「專題研究(Capstone-

course)」方式，由兩校師生共
同合作、討論後完成一完整研
究成果。 

4. 合作交流單位之優先順序建
議： (1)使用英語國家、日
本；(2)香港；(3)中國大陸。 

(三)「國際專業學術領域競賽」 

本要點補助學生參加之國際專
業學術領域競賽，係指獲相關
系所推薦，參與由各國所舉辦
之國際競賽，且其參賽組別達
五個(含)以上國家或地區，其
舉辦地點限制為海外地區，依
舉辦地區不同有不同補助基
準。非屬國際性競賽、與學術
專業領域無直接相關，或屬技
藝性質、表演賽、邀請賽及觀
摩賽等之國際性競賽，不在補
助範圍。其學術專業領域之相
關性與代表性由申請學院認定
之，並提具書面說明及相關佐
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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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方式 

三、申請程序及審查機制： 

(一) 申請期程：第一梯次申請
時間以每年 2月為原則，受
理當年度 1 月至 12 月的出
國計畫。若有剩餘經費，
將開放第二梯次申請時
間，並以每年 9月中旬申請
截止為原則，受理當年度 7

月至 12月的出國計畫。 

(二) 申請單位 

1. 計畫內容(一)、(三)類別由
計畫主持人（即學院/系所
/教師）提出申請。 

2. 計畫內容(二)類別得由學
生個人或組隊提出申請。 

(三) 應備文件: 

1. 申請表  

2. 完整計畫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文件
（含提供與「出訪之學術
專業領域關聯性、重要性
與代表性」之文字說明或
相關證明文件）。若由學
生個人申請，需額外提
交。  

4. 歷年在校成績單 

5. 校內老師推薦信（需彌
封）。 

若檢附之文件不齊全、不符規
定者或逾繳交期限者，將不予
受理。 

(四) 審查方式： 

 1.國際處於申請截止日後，
視申請案件數量及當年度
預算經費，召開審查會議
進行資格審查、補助人數
及補助金額審查後，簽請
校方核定補助金額。 

 2.審查通過補助計畫之申請
單位應依照核定金額與審
查意見調整和執行計畫內
容。 

 3.非初次申請者，將視前次
獲補助計畫之相關執行成
果及經費辦理情形等，列
入經費審核之參考。 

 新增申請程序及審
查機制，明定申請
期程、申請單位規
定、應備文件及審
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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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方式 

四、執行策略及成果衡量： 

(一)舉辦行前說明會：計
畫主持人（即學院/系
所/教師），須於出發
前至少舉辦 1 場說明
會，進行宣導並告知
相關注意事項。 

(二)學習成效檢核：於返
國後要求參與師生就
其出國目的，提供建
議與心得反饋，並自
評其成效。 

(三)計畫成果彙編：計畫
執行完畢後，計畫申
請者須於期限內彙整
並繳交相關成果資
料，例如課程、議程
或活動資料；活動照
片或影片；學生學習
成果、心得及反饋；
教師出國報告；或其
他相關資料。 

三、執行策略及成果衡量： 

執行策
略與具
體措施 

KPI績效指標與衡量方式 

(一)舉行
說 明
會 ， 擴
大參與 

以學院為單位，每年需至少
舉辦 1場說明會。 
(一) 寒暑期海外學習計畫：
每案參與學生數至少 8人;若
參與學生全數為碩博士生，
每案參與學生至少 5人。 
(二) 國際移動專題研究計
畫：每案參與學生數至少 8
人;若參與學生全數為碩博
士生，每案參與學生至少 5
人。 
(三) 「國際專業學術領域競
賽」：每案參與學生數視競
賽性質而定。 

(二)成果
發表 

計畫執行完畢後，以院為單
位，整合本年度所有院內獲
補助之申請案，舉行以國際
合作、國際學習、國際移
動、國際專業學術領域競賽
為主題之成果發表會，各計
畫至少一場。 

(三)學習
成 效 檢
核 

於返國後要求參與學生就
「寒暑期海外學習計畫」、
「國際移動專題研究計
畫」、「國際專業學術領域
競賽」之海外學習內容進行
建議與心得反饋，並調查滿
意度。帶隊老師應配合本校
相關規定提交出國報告。 

(四)計畫
成 果 彙
編 

於返國後要求參與學生就
「寒暑期海外學習計畫」、
「國際移動專題研究計
畫」、「國際專業學術領域
競賽」之海外學習內容進行
建議與心得反饋，並調查滿
意度。帶隊老師應配合本校
相關規定提交出國報告。 

 

刪除原敘述內容重
複性高之 KPI 績效
衡量指標與方式說
明之表格，改為列
點說明。 

參、經費補助基準 

一、 依申請者為校內老師 /

系所 /學院，其核定之
補助款金額須至少 85%

用於學生獎補助，其餘
核定金額至多 15%可編
列業務費。若申請者為
校內學生，其核定之補
助款金額主要用於經濟
艙往返機票及日支費用
上，不得編列業務費。 

參、經費補助基準 

一、各學院核訂「深化國際移動專
業學習」補助款金額須至少
85%用於學生獎補助，其餘核
定金額至多 15%可編列業務
費。 

調整補助基準說
明，申請者為校內
教師可以編列業務
費；申請者為學生
其金額須全數用於
出國相關之費用 

參、經費補助基準 

二、各類型計畫經費補助說明
如下： 

參、經費補助基準 

二、各類型計畫經費補助說明如
下： 

1. 進行補助金額上
限調整。 

2. 新增清寒學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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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赴亞洲地區（不含中港
澳）之學生最高補助上
限，以每人 12,000 元為
原則。赴中港澳之最高
補助上限為每人 10,000

元。赴亞洲以外之其他
地區的最高補助上限為
18,000元。 

(二) 帶隊教師人數，以每 8名
學生可排一位帶隊教師
為原則，學生餘數達 8名
以上者，得增加一名帶
隊教師；若出團成員全
數為碩博士生，學生人
數達 5人以上，可設置一
名帶隊老師，學生餘數
達5名以上者，得增加一
名帶隊教師。赴亞洲地
區之帶隊教師每人以
30,000 元為限，歐美地
區之帶隊教師每人以
80,000 元為限，其他地
區之帶隊教師每人以
50,000元為限。 

(三) 受補助之帶隊教師與學
生（ outbound），需依
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支出項目，取據核實報
銷。 

(四) 國外交流單位赴本校
（inbound）參加營隊費
用，原則上由參與之國
外大學學生所繳交團費
支應，與本校有互惠合
作措施之學校不在此
限。相關費用如講師費
及雜支，應專案簽請校
長核准，每案以補助
30,000元為限。 

(五) 參與國際專業學術領域
競賽，赴亞洲地區之學
生每人以 18,000 元為上
限、其他地區學生每人
以 30,000 元為上限，並
視競賽規模、天數及當
年度經費額度衡酌補助
額度。前述補助經費應
由提案單位專案簽請校
長核准，並由高教深耕
計畫補助款及本校自籌
經費支應。 

(六) 經濟不利學生增額補

(一) 「海外學習計畫」，參與由
校、院主辦之團隊，實際支
給標準原則請參見「強化學
生國際移動力補助額度一覽
表」；以個人身分參與國外
各大學海外學習者，依補助
申請公告時程提出申請，經
審查會議進行資格審查、補
助人數及補助金額審查及核
定，不論地區均以 10,000 元
為上限，惟參與其他單位辦
理之海外研習團隊，酌額補
助。計畫天數 14 天(含)以上
者得提高補助額度最高至
1.25 倍，前述補助經費由高
教深耕計畫及配合款支應。
計畫主持人 (帶隊教師 )人
數，以每 8 名學生可排一位
帶隊教師為原則，學生餘數
達 8 名以上者，得增加一名
帶隊教師；若出團成員全數
為碩博士生，學生人數達 5

人以上，可設置一名帶隊老
師，學生餘數達 5 名以上
者，得增加一名帶隊教師。
赴亞洲地區之帶隊教師每人
以 30,000 元為限，歐美地區
之帶隊教師每人以 80,000 元
為限，其他地區之帶隊教師
每人以 50,000 元為限 (依補
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支出項
目，取據核實報銷)，由本
校配合款支應。 

(二) 「國際移動專題研究計
畫」，對於本校赴海外學生
(outbound)之補助，實際支給
標準原則請參見「強化學生
國際移動力補助額度一覽
表」，計畫天數 14 天(含)以
上者得提高補助額度最高至
1.25 倍。計畫主持人(帶隊教
師)之補助標準同「海外學習
計畫」。國外交流單位赴本
校(inbound)參加營隊費用，
原則上由參與之國外大學學
生所繳交團費支應，與本校
有互惠合作措施之學校不在
此限。相關費用如講師費及
雜支，應專案簽請校長核准
由本校配合款支應，每案以
補助 30,000元為限。 

(三) 「國際專業學術領域競

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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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生如具有有效期
限內所屬當地縣市政府
或其依規定授權鄉、
鎮、市、區公所認定之
低收入戶相關補助資
格，得提出相關證明文
件影本（須含學生姓名
及身分證字號；一般鄰
里長發給之清寒證明等
文件概不受理），將視
當年經費情形酌予補
助。 

賽」，赴亞洲地區之學生每
人以 18,000 元為上限、其他
地區學生每人以 30,000 元為
上限，並視競賽規模、天數
及當年度經費額度衡酌補助
額度。前述補助經費應由提
案學院專案簽請校長核准，
由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款及本
校自籌經費支應。 

參、經費補助基準 

四、為鼓勵校內能有更多學生
參與「深化國際移動專
業學習」，原則上同一
名學生於同一年度內不
得重複申請本計畫之補
助。 

參、經費補助基準 

四、同一名學生於同一年度內不
得重複申請本計畫之補助。 

為使法規更有彈
性，因此進行文字
修訂。 

參、經費補助基準 

五、凡通過補助之計畫，須依
照核定補助之相關規定
（含補助人數）確實執
行。 

參、經費補助基準 

五、凡通過補助計畫之學院，須
依照核定補助人數確實執
行。 

因應修改補助對象
為帶隊教師或個
人，因此進行文字
修訂。 

  

[刪除原內容] 

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補助額度一覽
表： 
學生赴各地區國家參加海外研習營
隊之補助額度上限: 
地 區 /
國家 

城市或地區 補助上限 

日本 10,000 
馬來西亞 10,000 
泰國 10,000 
緬甸 10,000 
新加坡 10,000 

中
國 

城
市 

上 海 、 北
京、武漢、
成 都 、 四
川、西安、
蘭州 

10,000 

南 京 、 寧
波、重慶、
杭州 

8,000 

廣州、深圳 7,500 
香 港 、 澳
門、廈門 

6,000 

其他城市 7,500 

上述以外之其他亞洲
地區國家及城市 

10,000 

亞洲以外之其他地區
國家及城市 

18,000 

 

 

陸、本要點經國際事務會
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明訂本要點實
施及公告程
序。 


